
在东方村，马光担任文书一职，这一
工作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

如低保特困户申请、残疾人补贴申请、孤
寡老人慰问、新农保申请等。经过常年
工作的锻炼和积累，马光练就了“民政百
科全书”的才能，村民要办理任何民政业
务，他随时可以清晰说出办理流程，为村
民做好指引。

住在东方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做好
本职工作之余，作为兼职网格员的马光，
经常到村里走访，和村民聊天、谈心。老
人病了，他上门关心慰问，帮老人购买药
品或联系医疗机构；老人生活困难，他尽
力帮助申请相关补贴，还自掏腰包买米。

今年初，东方村的特困老人李某家
里意外失火，虽然火情及时扑灭，老人没
有受伤，但是屋里物品全被烧毁，让老人
的生活雪上加霜。马光看在眼里、急在
心上，他经常上门安慰这位郁郁寡欢的

老人，给他添置生活用品，还协助老人申
请相关补贴，帮老人重建新家。由于老
人的证件、资料都被烧毁，特困补贴一
时无法领取，马光来回奔波，协助老人
办理相关证件，几经波折，老人终于
可以按时领取补贴，正常生活了。
如今，马光依然会抽空上门看望老
人，见面看到这个热心肠的小伙
子，老人总是不停地说“谢谢”。

“作为年轻一辈，在网格工作
中，应该以真情实意温暖村里的每
一位老人。”马光说。老有所扶、难
有所帮、困有所助，像马光这样年轻
的网格员，将一件件“小事”办好办实，
把温暖实实在在送到村民的心坎上，让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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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小组长集体“充电”

激活农村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如

何规范管理？如何提高村民参与自
治的热情？如何在村民小组落实落
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以下简称“‘百千万工程’”）？

聚焦“三农”政策、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纪律教育、村民小组建设等农村基层治理重点工作，5月16-17日，
台山市举办村民小组长培训示范班，切实提升村民小组长的党性修养、综合
素质和履职能力。

本次培训班由台山市委组织部、台山市民政局、台山市委党校联合举办，
邀请江门市民政局，台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信访局等长期在一
线、熟悉基层工作的讲师进行专题授课，并组织学员前往新会、台山先进示范
点开展现场教学。

“我们将持续推进村民小组长集中培训和集中学习工作，同时，根据上级
组织部门统一安排，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村民小组长参加江门市基层干部
学历提高班，切实提升村民小组长队伍的综合素质和学历水平。”台山市委组
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推进村民小组长队伍建设
村民小组治理既是村民自治的实

现形式，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
梢”。台山市有 3974 个村民小组，占
江门市的32%。台山的村民小组不仅
数量庞大，而且受地理位置、资源分布
以及历史因素等影响，其发展并不平
衡。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村
地区发展的当下，培育好村民小组治
理的带头人和党员队伍显得尤为重
要。

近年来，台山市坚持党建引领，健全
制度规范管理，以“选好、用好、管好”村
民小组长为原则，引导村民参与自治，激
活农村基层治理“神经末梢”，不断推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今年，台
山市继续大力推进村民小组长队伍建
设，通过健全选拔使用、教育培训、监督
管理、激励保障等制度，建立推进村民小
组长队伍建设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的有
效途径。

台山市不断加大对村民小组长教育
培训力度。一方面，深化“百万党员进党
校”工作，选取优秀党员村民小组长到党
校参加短期培训示范班，在课程设置上
精心安排，突出政治忠诚教育、党性教育

和理想信念教育。同时，坚持问题导向，
紧密结合农村发展，安排应用性较强的
课程，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干什么学什
么。另一方面，压实基层兜底培训，针对
村民小组长学历偏低、底子薄、年龄偏
大、轮训难等实际，台山在教育培训工作

中以推进优质资源下沉、实战实操为主，
各镇（街）发挥镇街党校“主渠道”作用，
通过“乡土教员”“流动党校”等方式“送
课下乡”“送课上门”。根据年度培训计
划，今年8月底前，台山市将实现村民小
组长教育培训全覆盖。

增强培训吸引力感染力
本次培训班，主办方采取了集中授

课、现场参观、交流研讨等多种方式开展
培训，设置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健全村民自治机制 促进村民小组蓬勃
发展》《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促进村
集体经济发展》等丰富课程，实行精准“滴
灌”；开设《增强纪律规矩意识 远离纪法

“高压线”》等纪律教育课程，警示剖析涉
村民小组长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实地参
观村民小组规范化建设样板——赤溪镇
护岭村；推荐个别村民小组长上讲堂交流
工作经验……通过多种生动鲜活的方式
方法，增强培训吸引力、感染力。

课程结束后，各村民小组长纷纷表
示，课程内容丰富，贴合实际，针对性、指
导性强。“第一次走进党校学习、第一次
参加村民小组长培训，感受到了都斛镇
委党校的魅力，增长了见识。”斗山镇浮
石村委会八坊村村民小组长赵羡斌表
示，讲师授课内容有很强的针对性，大大
提升了他对工作的认识和信心。未来，
他将紧紧围绕村民所需、所想、所盼，不
断完善制度、盘活自身资源、完善基础设
施，让村集体经济更上一层楼，提升村民
满意度和幸福感。

渔村上演趣味运动会

“海”味十足“土”得实在

江门日报讯（记者/陈素敏 通
讯员/钟冠姿）为进一步加强困难退
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的关爱帮扶，
台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台山市
慈善会启动“情暖老兵 关爱帮扶”慈
善公益项目。日前，慈善公益项目正
式接受募捐。

关爱老兵，便是崇尚英雄、敬畏
历史；感恩老兵，便是珍视今日的幸
福生活。主办方表示，启动慈善公益
项目旨在为生活困难和陷入困境的
退役军人办实事、送温暖，把党和政
府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送到困难
退役军人的心坎上，让更多困难退役
军人共享台山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
社会大爱，激励和帮助他们坚定信
心、渡过难关、摆脱困境。社会各界

爱心团体、市民可以通过二维码进行
扫码捐款，表达对困难退役军人的爱
心。

据了解，近年来，台山市大力推
进退役军人的关爱解困工作。2022
年，台山市先后为352名困难退役军
人发放临时医疗救助资金和“解三
难”资金55.5万元，为40名困难退役
军人发放省应急救助资金71.51万
元。同时，台山市创新“政银合作”服
务模式，先后与邮政储蓄银行、农商
银行、农业银行等多家银行签订拥军
服务合作协议，其中，台山农商银行
第一年和第二年的20万元帮扶资
金已全部发放至24名困难退役军人
的账户。

5月19日，广海镇广海渔港
加油声不断，一众渔民相互组队
参加趣味运动会，争夺大奖。运
动会的一等奖是牙带鱼，可谓
“海”味十足，还有咸鱼、虾酱等奖
品，“土”得实在。

举办趣味运动会
增强基层凝聚力

活动当天，现场人山人海，随着趣
味运动会各个比赛项目的进行，呐喊
声、欢呼声、加油声汇聚在一起，奏响热
情、欢快的乐曲。此次趣味运动会共有
7个比赛项目，共吸引224名党员群众
组队参加。

“呼啦圈要掉了，赶紧扶一下！”在
“螃蟹赛跑”项目，选手们身上套着呼啦
圈模仿螃蟹前进，滑稽的动作逗得观众
哈哈大笑。

“加油！加油！”在打绳结、织渔网
等项目，选手们娴熟的动作引得现场掌
声不断。

“一、二、三！一、二、三！”拔河是当
天最激动人心的比赛项目，选手们拼尽
全力，观众们声嘶力竭呐喊，将趣味运
动会的气氛推向最高潮。

“大家平时出海，很少有时间交
流。这次一起参加趣味运动会，不仅锻
炼了身体，还增进了感情！”参赛渔民李
天保说。

“活动多了，大家跟党委政府的关

系也近了，有什么事情会积极向我们反
映，我们有需要帮忙的，群众也积极响
应。”广海镇委副书记关一帆表示，举办
趣味运动会，一方面可以让党委政府与
群众走得更近，增强基层凝聚力；另一
方面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大家
在活动中既锻炼身体，又收获了快乐。

开展特色党群活动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此次趣味运动会是广海镇对基层
治理工作的一次有益探索。

广海渔港是台山三大渔港之一，是
粤中、粤西渔船生产销售、生活补给的
重要渔港，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已获批成为国家级海洋捕捞渔
获物定点上岸渔港，正向打造国家一级
渔港目标奋进。

广海渔港位于鲲鹏村，该村是一条
纯渔业村，渔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为
深化沿海党建，带动渔民致富，广海镇

做优沿海网格管理并延伸至海上，依托
广海渔港，在渔业协会和渔民协会中建
立党组织，深化“支部+合作社+渔民”
发展模式，推动渔业生产向专业化发
展，提升海洋经济效益。

目前，鲲鹏村共有渔船262艘，有
1400多名渔民从事渔业相关工作，其
中党员124名，每年渔获量4-5万吨，
水产品流通交易量达10万吨，交易辐
射福建、汕头、阳江、湛江等地，为渔民
提供致富门路。

渔民富了，但因长期出海作业，与
家人团聚时间少，邻里之间的人际交
往也不多。为切实拉近渔民邻里之间
的关系，凝聚基层治理强大合力，广海
镇鲲鹏村党委与广海镇鲲鹏村永润海
洋渔业专业合作社党支部进一步深化
党建结对共建机制，休渔期召开党建
结对共建座谈会，分析休渔期渔民岸
上生活现状，就凝聚渔民共促鲲鹏村
产业发展进行研讨，决定举办一场趣

味运动会，进一步丰富休渔期渔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活跃邻里氛围，建设和
谐乡村。

为设置集协作性、趣味性、竞技性
于一体的比赛项目，在大家的建议下，
鲲鹏村党委决定将渔民的日常生产实
践融入趣味运动会的比赛项目，设置了
打绳结、夹海螺、织渔网等“渔”味浓郁
的特色项目，穿插“螃蟹赛跑”、拔河等
团结协作度较高的比赛项目，拉近党员
与群众、渔民与邻里、亲子之间的关系，
助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除了趣味运动会，休渔期，台山县
镇两级还在鲲鹏村精心策划了一系列
特色党群活动，如渔港课堂、渔民音乐
党课、“海永无波”课堂等，丰富渔民生
活，推动党群关系更加紧密。同时，结
合渔业村实际，举办渔业专业知识讲
座、渔业船舶应急演练等，切实提升网
格员渔船安全生产检查、渔船证书年审
等渔业专业服务效能。

江门日报讯（记者/李嘉敏）为
全面推进移风易俗，助力台山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5月20日上午，台山
市民政局、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
公室、市志愿服务促进中心、市慈善
会携手台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
中心，在博富·福美城草坪举办“婚俗
从简树新风 慈善献爱520”集体婚
礼。来自台山全市的28对新人在现
场亲友和嘉宾的见证下，进行宣誓、
交换戒指、拥吻等婚礼仪式。

活动为新人颁发结婚证，领读结
婚誓词。“参加集体婚礼机会难得，这
将成为我们非常珍贵的回忆。”新人
代表小怡和丈夫于5月20日结婚登

记，办理完登记手续就赶来现场参加
集体婚礼。“感谢活动主办方举办了
一场温馨浪漫的婚礼！”“这么多人见
证我们的爱情，活动很有意义！”活动
上，新人们纷纷分享自己的感受。

婚礼仪式后，台山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指导中心、市慈善会向博富·福
美城赠送纪念牌匾，感谢对此次活动
的大力支持。

据悉，台山市通过举办简约文
明、绿色时尚的公益集体婚礼，大力
倡导移风易俗、婚事新办的文明新
风，不断增强青年群体对婚俗改革、
婚俗文化、家风建设的认同感和获得
感。

台山
“最美网格员”

四九镇东方村兼职网格员马光

将老人的“小事”办实办好
“村里老人多，他们习惯早起

床、早出门、早办事，我自然也要
早。”近日，四九镇东方村“两委”
干部、兼职网格员马光像往常一
样早早来到村里的公共服务站，
上班时间还没到，他已忙碌了起
来，打开大门、启动电脑，做好工
作准备。年轻有干劲、专业能力
强，这是村民们对这个30岁出头
的小伙子的评价。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素敏
通讯员 台组宣

江门日报记者 陈素敏 通讯员 梁园园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林育辉
通讯员 梁园园

台山引入首位本地籍博士

他坚定选择家乡服务家乡

人才是强市之基、发展之要、活力之源。在台山市人民医院
胃肠外科，有这样一名医学人才，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2022届临
床医学博士黄海洋，是台山引入的首位本地籍博士。

是什么原因，让一名在外学有所成的高学历人才坚定选择家
乡、留在家乡？日前，记者采访了黄海洋，聆听了他的心声。

对家乡有着深厚感情
今年37岁的黄海洋出生在一个

医学家庭，父亲在台山常年从事基层
医疗工作，对他的成长有着深刻影
响。高考时，黄海洋选择了医学专
业，并开始了长达17年的学医、从
医、再学医的成长过程。

经过多年学习，黄海洋有着扎实
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在博士学习期间，他师从我国著
名结直肠肿瘤专家王锡山教授，专注
于结直肠肿瘤微创外科手术治疗及
研究。

2022年，博士毕业的黄海洋有
着众多就业选择。为何选择回到台
山发展？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黄海洋解释，受家庭影响，近年来，他
持续关注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随着台山高质量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家乡求贤若渴。虽然离家多年，但是
黄海洋依然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
渴望自己所学能惠及更多患者。

近年来，台山人才队伍素质不断
提升，各类人才总增长过万人，总量
突破15万人。去年，台山市引进全
职博士博士后8名，黄海洋就是台山
引入的首位本地籍博士。

“回家乡工作，是一个从无到有
的过程。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
苦寒来。只要肯干，就可以为家乡作

贡献。”黄海洋说，只要是人才，无论
在任何地方，都能体现能力和价值。

鼓励更多台山学子返乡
如今，回到家乡的黄海洋在台山

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担任主治医师，
台山求贤若渴的人才氛围让他感触
颇深。

在生活上，台山市为黄海洋安排
入住人才公寓，解决了居住问题，让
在外漂泊多年的他有了归属感。工
作上，台山市人民医院已成功申请该
院首个省博士工作站，打造医院临床
科研新阵地，为黄海洋这样的高学历
人才创造干事创业的平台。

黄海洋回乡工作后，发现家乡人
民对肠癌了解不深、认识不全面。“不
少患者经过检查后才发现已经患病，
且病情较为严重，多为中晚期。”黄海
洋无奈地说。对此，他与同事们积极
开展肠癌早筛宣传科普工作，通过宣
传科普相关知识，提升家乡人民的肠
癌预防意识，致力达到“早发现、早治
疗”的目的。

黄海洋经常参加人才交流公益
活动，鼓励更多台山学子回到家乡工
作。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带
来新机遇，家乡振兴是必然的，人才
回流也是必然的。“唯有热爱，方可抵
岁月漫长。唯有将热爱与工作融合，
方可做出一定成绩。”他说。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陈素敏

28对新人参加集体婚礼

推进移风易俗
倡导文明新风

台山启动“情暖老兵 关爱帮扶”慈善公益项目

市民扫码即可献爱心

扫描二维码
可奉献爱心

趣味运动会将渔民的日常生产实践融入比赛项目，设置了织渔网等“渔”味浓郁的特色项目。

马光经常到村里走马光经常到村里走
访访，，和村民聊天和村民聊天、、谈心谈心。。

如今，回到家乡的黄海洋在台山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担任主治医师。

在在““螃蟹赛跑螃蟹赛跑””项目项目，，选手们身上套着选手们身上套着
呼啦圈模仿螃蟹前进呼啦圈模仿螃蟹前进。。


